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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悅讀品味—「整書閱讀」教學規劃與策略的實踐

背景

「整書閱讀」是中國語文教育的優秀傳統，它具有豐富的內涵：「整」具有完整、整體的意思，既包括對

全書脈絡的通盤考慮，也包括對全書內容的周延思考；既可以是獨立的一本，也可以是相互關連的多本，

具有動態性、綜合性、開放性等特徵。本文探討的是結合語文課程，一種正式學習活動的「整書閱讀」。

美國的查爾教授在1996年曾經提出「兒童閱讀能力與認知發展」的過程（圖一），從下圖我們可以看到，

學齡前、幼稚園、小學、中學各階段的閱讀能力和孩子的整個認知能力發展是相匹配的。

圖一：兒童閱讀能力與認知發展（Chall，1996）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亦明確指出：「身處數碼時代和

知識型社會，學生要裝備自己以應付所需，除了要學會閱讀，喜愛閱讀，還須掌握「從閱讀中學習」的技

巧，以提升整體的學習能力，達到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學生在閱讀整本書的時候，可以聯結個人知

識、學習經歷，以至整個世界的事務，從而深入理解文本內涵，建構意義；並透過廣泛閱讀，觸類旁通。

可見，「整書閱讀」的意義重大。

通過參與「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交流人員與多所協作學校組成研習小組，就「整書閱讀」

教學的課程規劃與策略進行研究和實踐，協助學校探索更有效的閱讀策略，從而增強學生的閱讀能力，提

升他們的語文素養。

研究與實踐

1. 教學規劃

 (1) 結合校情擬訂方案。「從閱讀中學習」是「學會學習」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不少學校的閱讀教學不

僅僅滿足於教材，在推行課外閱讀方面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教師清楚認識到課程與教學的目標是拓

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和學生的語文素養。「整書閱讀」課程的實施在於綜合運用不

同的閱讀策略。

  以其中一所協作學校為例：校本小學四年級的閱讀書目是《三國演義》，恰巧教材中有《三國演義》

「諸葛亮巧布空城計」一文。學生對課文的內容已有一定的認識。教師於是以課文作為引子，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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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人物品析，運用自讀、共讀、聯結、代入角色等策略，深入了解書中人物的性格特徵，並進

行評價。而「整書閱讀」的目標便是通過評價書中的人物，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學生從閱讀一篇課

文到閱讀「整本書」，對於書中的人物有更立體的了解。具體課程規劃框架如下：

　　　圖二：《三國演義》課程規劃框架圖

 (2) 以下是一節閱讀分享課的教學設計。在實踐的過程中，教師進一步掌握「整書閱讀」的策略與方法：

課例 《三國演義》「整書閱讀」分享課

年級 小四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從書的封面、目錄、經典篇章中提取重要的資訊

2. 學生能學會運用聯結、代入角色法等閱讀策略，深入剖析人物形象，初步感知故

事內容

3. 培養學生閱讀整本書的概括能力和高階思維能力

4. 感受文學閱讀的愉快經驗，引起學生深入閱讀名著的興趣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已經完成初步閱讀，對作品內容及人物有初步認知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學生活動 設計意圖 / 策略

1. 聊一聊 說說《三國演義》這本書中最喜歡的人物，並簡明

闡述理由

整體回顧

關注人物

2. 圈一圈 圈出目錄中和諸葛亮有關的故事情節 歸納分類

鎖定人物

3. 找一找 學習整本書閱讀中直接認知人物的基本方法

1. 關注封底內容介紹

2. 關注正文前的人物介紹

3. 關注書中他人對人物的評價

提煉資訊

走近人物

4. 議一議 評論諸葛亮是神人嗎？

1. 看書找依據，表明觀點

2. 依據選擇，重新組合小組

3. 思—討—享

聆聽比較不同觀點；學習整本書閱讀策略

聯結比較

品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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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讀一讀 1. 延伸探討：歷史上真的有諸葛亮嗎？書中所有的

故事都是真的嗎？

2. 拓展閱讀：結合這節課學習的閱讀策略再深入地

讀一讀其他版本的《三國演義》，可以讀讀原

著，對熟悉的書中人物有更深刻的認識

轉化延伸

再識人物

學生閱讀成果

展示

在議一議這個環節，借助深度對話讓學生建構新的閱讀體驗。當學生通過自學、小

組討論之後，教師組織全班展示。通過回顧、梳理，提升了學生精讀原作後的認

識，梳理新的閱讀經驗

2. 多元閱讀策略

 從學生實際出發，共同開展「整書閱讀」前、中、後的教學嘗

試，提供常用五種閱讀的策略：提問、圖象化、推測、轉化和

聯結。告訴學生：閱讀的時候，還需要思考，才會在「悅讀」

中學會學習，品味生活。

(1) 提出問題，激發閱讀興趣

 俗話說「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學生在閱讀中學習不

斷質疑、釋疑，培養創造性思維能力。《逃家小兔》作者是

（美）赫德，該書講述了一個小兔子和媽媽玩語言捉迷藏的

簡單故事。教師以「逃家小兔變甚麼？」為主線索講故事，

學生聽故事、想問題、提問題，閱讀就彷彿經歷了一段段新

奇的歷程。

(2) 觀察圖象，解讀故事情節

 優秀的童書，它的圖文往往也是非常漂亮的，只要教師善於發現和捕捉，引導學生發現細節，便能有

助學生理解故事的內容。例如：教師在講解《小豬變形記》時出示四個小貼士：關注封面、關注小細

節、關注環襯、關注省略號（圖四），指導學生閱讀：

 從該節課中所見：學生踴躍發言，課堂氣氛異常活躍。教師沒有糾結

於學生的觀察結果是否正確，關鍵在於激發學生繼續讀故事的興趣。

緊湊的情節和懸念深深地把學生吸引住，不斷地往下閱讀。

 閱讀啟動了我們的想像，如能配合圖象化的策略，更是相得益彰。如

《活了一百萬次的貓》，教師設計一張工作紙，用一個有求必應的水

晶球成為學生完成故事地圖的魔術場，讓學生用自己喜歡的圖畫表達

腦海中出現的畫面。這樣的閱讀活動，激發了學生的閱讀興趣，還巧

妙地把將要進行的主題隱含其中，效果非常好。

圖四：圖畫書《小豬變形記》教學流程

圖五：《活了一百萬次的貓》工作紙

圖三：《逃家小兔》板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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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膽推測，超越故事本身

 引導學生對文本作出合理的推測有助釐清邏輯脈絡，發現隱

藏在字裏行間的「真相」。這樣，就能由外而內，從情節進

入思維探究，引發共鳴，從而培養學生提取明確的資訊和整

合詮釋的能力。

 例如：在閱讀《三國演義》這本書後，教師設計了一項任

務—讓學生替《三國演義》的人物找工作。這樣的活動既

可以幫助學生聯繫生活，又可以讓他們深入解讀人物的背

景。在梳理、體驗、實踐中，提升學生的思維和語言能力。

(4) 轉化綜合，提升閱讀深度

 轉化指的是特定的書可以改變我們對於自己、他人或世界的思考，根據自己的生活重新組織故事，是

對前幾種策略的累積造就了這一新的思考。

 如《愛的教育》聊書吧欄目中，教師設置了

四個討論環節：從喜歡人物、情節展開討

論；聯繫實際生活，對於是否贊成書中人物

做法展開辯論；最後製作閱讀愛心書卡等，

分享閱讀收穫，帶著學生進行深度閱讀。

 學校的聊書吧欄目又陸續推出愛的主題系

列：《我要回家》、《老樹之歌》、《毛毛

蟲吃毛毛蟲》和《狐狸》，當中有讀後感分

享、情節梳理、戲劇表演、創作《我的老樹

之歌》。圖書館主任推薦的《老鼠記者》，

還讓學生根據情節設計服裝。

 閱讀的另一種轉化，就是讀寫結合。教師根據單元學習目標，推薦相關的書籍和多媒體材料，增加學

生的閱讀量，為寫作做好鋪墊。例如四年級「人物畫廊」這個單元，教師配合單元目標，推薦繪本

《爺爺一定有辦法》讓學生閱讀。書中的爺爺充滿智慧，用巧思把孫子心愛的毛毯變成外套、背心、

領帶、手帕、鈕扣，文字富有節奏感，讀起來朗朗上口，學生的寫作慾望在不知不覺中被激發。

圖六：《三國演義》人物穿越求職設計方案

圖七：手工書製作

圖八：四年級第一單元規劃表

課文 重點 閱讀 讀寫結合 思維能力
配套
閱讀

媽媽的變化
學習通過直接

觀察去描寫人

物外貌特徵，

並通過事件和

對話來表現人

物性格。

外貌上改變，表達對媽

媽的愛與關懷。
課內摘錄 靈活思維

︽
爺
爺
一
定
有
辦
法
︾

爸爸的手
描寫爸爸的一雙手，表

現父親的辛勞和偉大。
仿作寫段 深刻思維

我的妹妹
描述妹妹的言行，表現

妹妹守信等性格。
對話表達 明辨思維

單元寫作
運用外貌描寫、語言描寫、動作描寫等

手法寫文章。
限時寫作 整體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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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反思

一年來，內地交流人員和協作教師一起努力開展「整書閱讀」活動，探索「整書閱讀」教學的有效策略

（見圖九），讓學生愛上閱讀、學會閱讀、從閱讀中學習。我們見證師生共同發展、共同提升的過程。

環節／策略 提問 圖象 推測 轉化 聯結

閱讀前 激趣 讀圖 預測 詞語 KWL^

閱讀中 設問 思維圖 OWL活動* 詮釋 對比閱讀

閱讀後 質疑 創故事圖 續編故事 讀後感 書+X課程#

^KWL：激活知識（What I Know?）→ 設定閱讀目標（What I Want to Know?）→ 歸納
  閱讀心得（What I Learned?）
*OWL：Observe, Wait, Listen

#書+X課程：整本書+其他課程
圖九：「整書閱讀」策略一覽表

1. 閱讀經典，提升學生語文素養

 學生有了閱讀整本書的經驗後，教師可以適當地引入一些經典書籍，如《百家姓》、《三字經》、《論

語》、《中庸》等。藉著這些經典的作品，拓寬學生的閱讀面和增加學生閱讀的深度。學生在閱讀名著

的同時，感受有聲音、有氣息、有溫度的文字，運用相應的閱讀策略，完成閱讀並解決任務，並從中形

成自己的觀點，實現應用與創新。

2. 促進深度閱讀，發展學生語文能力

 強調語文教學中「整書閱讀」的做法，是對學生未來場景的再現，是培養社會人才必備能力的務實抉

擇。它真正的目的不在於學生讀完了多少本（套）書，而是通過「整書閱讀」的訓練，使學生成為視野

開闊、有良好閱讀習慣、具高思維品質，而且有一定審美與探究能力的閱讀者。在實踐的過程中，我們

重點關注了三種能力，分別是聯結與整合、轉化與拓展、評價與反思，並將這三種能力稱為整本書閱讀

的核心能力。

3. 優化教師教學策略，改善學生學習方法

 「整書閱讀」不只是口號，它是語文課程有機的組成部分之一。「整書閱讀教學」的意義超過了我們一

般所說的「課外閱讀」，它需要教學支援，需要打破課內、課外的壁壘，貫穿課內、課外的閱讀時空，

需要整體的課程規劃。

 「整書閱讀」的核心是對學生整個閱讀過程的追蹤、監督，以確保其閱讀的品質。「整書閱讀」對教育

者的觀念、知識結構與思維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提升教師教學的能力和教研水準。教師從規劃者走向

促進者，從促進者成為學生的同行者，隨著學生的成長，教師也將成為學生生命個體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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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與展望

「整書閱讀教學」作為一種新的探索和研究，在這一年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內地交流人員與協作教師在

實踐過程中，開展了教師工作坊，探討「整書教學」的規範性；立足單元，開展主題閱讀活動，提高「整

書閱讀」的有效性；引入各校和各界力量，開發特色校本課程，形成「整書閱讀」拓展性；更難能可貴的

是重視實證研究，引入多元評價方式，評估「整書閱讀」的成效（見圖十）。

「一路書香一路成長」，我們已經看見，「整書閱讀」走到日常的課堂裏去了，放在了教師的講台上。教

師說：「同學們，我們讀一本書吧！」這種美好的情境讓我們會心微笑，因為我們都做了閱讀的點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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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交流人員研習小組

組長：金曉潤老師、于光明老師

組員：石　妮老師、劉啟陶老師、曹春輝老師

鳴謝以下學校提供校本經驗（以筆劃為序）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佛教黃焯菴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循理會美林小學

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黃埔宣道小學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耀山學校

圖十：「整書閱讀」教學的制約瓶頸與實踐對策


